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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政治参与现象

华人融入主流社会、参政议政的问题，一直困

惑着华人社会，相当长时间，不少人甚至连“融入主

流社会”的含义也很茫然。在 ;"" 多年来的岁月中，

特别是在二战前，由于华人备受排华政策的制约，

不许入籍当主人，处于毫无地位的状态，也就不可

能融入主流社会参政议政。二战后一段时间内，尽

管美国政府收敛了排华政策，为华人参政提供了条

件，华人中有识之士也不失其时打起参政的旗帜，

可进展甚微。其中原因，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，都同

积习难改不无关系：白人社会依然不太欢迎，华人

也不积极，甘当“边缘人”。

然而，近二十几年来，在北美地区，越来越多的

华人登上参政的道路。据报道，纽约新市长彭博任

命了两位华裔出任市府局长级要职。具有医学背景

的赵启民担任主管纽约市所有公立医院的“大众健

康与公立医院管理总公司”（==*）总裁，商界背景

扎实的吴贝贝出任职业训练局局长。迄今包括已担

任标准上诉局局长的陈灼康在内，彭博市府中已有

三名华裔居局长级要职，在纽约市府历史上属于首

次7;8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到 ;>>" 年底，活跃在美国政坛

上的华裔人士，有国会议员、副部长、市长、副市长

以及八位州议员、三位联邦法官、三位高等法院法

官和一批厅局长和市议员。在军界，还有六名华人

荣任将军。

在北美地区的加拿大，参政的如：第一位少数

族裔女总督伍冰枝，加拿大联邦政府亚太事务国务

部长、众议员陈卓愉，加拿大有史以来第一位女参

议员利德薰，以及来自阿尔伯塔省选区的最大反对

党联盟党众议员麦鼎鸿等。另外，在加拿大联邦、

省、市县三级公权力机构中，现有 !" 多位华裔分别

担任各种重要职务，如市长、市议员等。而加拿大历

史上，担任此类职务的华裔累计为 ?" 多位。可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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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加拿大华人政治参与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。

这种政治参与现象在北美地区正在形成一股

潮流，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一现象的产生呢？是不是

“昙花一现”，还是华人在所在国已“落地生根”，个

中缘由是什么呢？以下仅从华人参政的客观环境来

揭开这个谜底。

二、客观环境分析

华人的政治参与取得的成就，其前提条件是华

人成为当地国籍的公民，法律给予参政权。重要的

是，客观环境的变化为华人参政提供了有利的条

件，使华人有了一种当家作主的自豪感、归属感。其

有利环境如下：

第一!北美国家对华人移民政策的改变及其政

治文化的影响!为华人参政创造了前提条件。

首先，在移民政策上，如美国政府多次修改了

歧视华人的移民政策，"#$% 年罗斯福总统宣布废

除“排华法案”后又公布了“战时新娘法”&"#$’ 年(，
“军人未婚配偶法”&"#$)(、“麦卡伦—沃尔特许移民

和国籍法”&"#’*(、“民权法案”&"#$)(和新移民法等。

特别是 "#)’ 年新移民法使每个财政年度华人同其

他国家一样! 享受移民二万人的最高额 &中美建交

后，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各为二万人，香港地区至

"##$ 年也增为二万人(。此后!从中国大陆、台湾、香

港、印度支那、拉美甚至欧洲等地的华人开始大量

移民美国。目前估计近 %++ 万人，成为美国最大的

亚裔少数民族。

加拿大也做出了相应的政策调整。如废除了不

平等的移民政策，放宽独立技术移民入境，鼓励商

业移民入境等。可见，北美国家政策的改变，华人人

数的增加使他们在美国政坛上的选票大大增加!从
而为华人参政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。

其次，促进华人参政热情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

是所居住国政治文化的影响。如 *+ 世纪 )+ 年代末

,+ 年代初的亚美民权运动是华人对自己自身权利

争取的开端，当时的政治参与只是局限于选举制度

之手段外的校园自发活动，后来发展到社区的服务

组织。从 *+ 世纪 -+ 年代初的“陈果仁”案件、"##)
年的政治现金案件再到 *+++ 年的李文和案件，这

是一个美国华人的参政意识和参政行动发生很大

变化的时期。特别是李文和案件，对华人的政治意

识有巨大的冲击，改变了他们低调行事、勤劳致富

就可以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看法。近 "+ 年来，他们

通过选举制度来进行的政治参与，譬如投票、助选、

加入政党、募款和竞选等活动；他们利用美国的游

说文化，通过合法的政治资金捐赠，影响有利于自

身族裔群体利益的政治决定。

第二，华人经济实力的异军突起，这是华人参

政的物质基础。二次大战后，华人经济已从过去的

“三把刀”&菜刀、剪刀、理发刀(式小商业经济向多元

化、集团化、国际化的经济模式转化，华人的经济活

动遍及工业、商业、外贸、农业、服务业，取得了令人

瞩目的成就，华人中出现了成千上万的“师”，如工

程师、律师、医师、教师、农艺师、经济师等。华人巨

富也不少，从 "#-) 年起，华人经济已超过日、韩裔，

跃居少数族裔之首。华人经济实力已今非昔比，而

经济实力增强使华人的腰杆直了起来，也必然要求

政治上的空间，无疑，雄厚的经济实力是华人参政

的物质基础。

另据统计，最近《亚洲周刊》一年一度的世界华

商 ’++ 强的排名榜刚刚揭晓，今年上榜的世界华商

’++ 强资产总市值已经高达了 ’#"+ 亿美元，比去

年增长 %+.，而且他们所从事的产业，从传统的零

售、房地产走向了电子、通讯、物流、金融等高科技、

高附加值的行业。这说明华人经济在全球化的过程

中，是具有自己的特点，是具有竞争能力的/*0。

第三，华人文化程度提高，知识分子及精英阶

层形成，这是华人参政的政治领导条件。广东五邑

大学一位研究 #+ 年代五邑侨乡涉外婚姻新移民问

题的学者，曾对 ,,) 位主要同美国公民&包括美籍

华人(结婚的中国公民的文化状况作过统计，除九

人 情 况 不 明 外 ，,), 人 中 无 一 人 文 盲 。 新 移 民 的

-,1%,.受过中等教育，近 -.受过高等教育&最高学

历硕士(。据统计，现在美国 "* 万世界一流的科学

家、工程师，华人占三万多人!不少是“世界级”大科

学家，如杨振宁、李政道、丁肇中、李远哲、吴健雄、

陈省身、丘成桐、贝聿铭、朱经武、林家翘、林同炎、

吴家玮、高锟等等。华人中己形成强大的知识分子

阶层/%0。老移民是文盲!新移民的文化程度这样高，

说明美国华人的总体素质大大提高了。

华人文化程度的提高和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，

使他们参政积极性提高，他们成立了“华人参政促

进会”、“全美华人协会”、“华裔政治协调会”等政治

性组织!发表了《华裔公民关于 "#-- 年大选政治宣

言》这样影响深远的宣言!团结和凝聚华人的政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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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量!为华人竞选各级权力机构的要职而斗争"#$。他

们成为华人社会及华人参政活动的政治领导力量，

是华人参政的政治代言人。

第四，华人思想观念的转变即华人从“叶落归

根”到“落地生根”观念形态的变化，是华人参政的

思想观念基础。“叶落归根”是老一代华侨的心态。

%&’( 年，美籍华人陈本昌首倡“落地生根”思想!认
为这一思想“能使海外侨胞就地发展，向下扎根!创
造华人新天地”")$ 。

陈本昌的“落地生根”思想在美国华人社会影

响很大，已成为华人的共识，有人称之为“陈本昌路

线”，赞誉陈本昌“为华侨发明‘落地生根’思想第一

人”。从“叶落归根”到“落地生根”，这是海外华人在

观念形态上发生的根本性变化，它极大地推动海外

华人融入当地主流社会，壮大海外华人力量，加速

华人参政活动的发展。

第五，所在国家华人社团的推动与呼吁。如在

美国的华人参政促进会，华人参政促进会 (* + ,* 工

作执行委员会在法拉盛召开工作说明会，并与社区

人士座谈有关整合纽约地区亚裔票选等问题。在该

委员会“选人不选党”的原则鼓动下，社 区 不 同 党

派、不同背景以及不同政治理念的各方人士坐到了

同一张圆桌旁。该委员会召集人李厚白首先表示，

(* + ,* 促进会是一个完全开放的、超党派的全国性

民权机构，所倡导的是落地生根打入主流，与国外

任何党派没有关连。他说，海外华人力量不能持续

成长，关键在于没有积累，(* + ,* 工作即便在 ,***
年总统大选时不能发挥最大作用，相信在 ,**# 年

总统大选年必将产生重要影响，为美国亚裔带来更

广阔的空间"’$。

华人参政社团的纷纷成立，以及在参政方面所

做的工作，鼓舞和激励了所在地区的华人参政意识

和参政水平，营造了良好的参政氛围。

第六，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国际环境

下，中国和北美国家关系业得到改善，成良好发展

势头，这对北美华人的生存与发展及其参政活动!
开辟了新的广阔前景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中

国政府多次声明，保护华侨的合法权益，反对双重

国籍，也不搞“双重效忠”，鼓励并支持华人选择所

在国的国籍，同当地人民友好相处，为所在国社会

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。%&(* 年 & 月 %* 日，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国籍法》正式公布实施!它明确规定，中国

政府不承认中国公民同时具有双重国籍的立法原

则，加入了外国国籍者便自动丧失中国国籍。中国

政府这些正确政策有利于华人融入主流社会，对华

人的生存与发展，对华人的参政活动创造了良好的

外部条件。

在做好海外华人工作的同时，中国政府也不失

适宜地与北美国家在经济贸易方面做出“大手笔”，

从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各个方面处理好与北美国家

的关系，因此，中国与北美国家关系的改善，使北美

华人的发展有了巨大的空间，有利与他们在异国他

乡的发展，以及他们在该国积极的参政议政，都产

生了积极的作用。

三、困惑境地分析

我们在看到海外华人参政议政大好环境的同

时，我们也应注意到一些非自然的、人为的、不和谐

的因素在影响着海外华人参政议政。

首先是华人族群的团结问题。长期以来，由于

历史、政治和文化甚至语言的关系，来自中国大陆

以及港、澳、台等地区的中国人虽说同文同种、同为

胞亲兄弟，却往往各自为政，分成若干不同的小团

体，在不同的企业、同一企业的内部都有种种说不

清道不明的隔阂与防范。这样的心态带进未来的选

举，将会给华人参政带来消极影响。虽说华人总数

在北美已突破 #** 万大关，但在总人口中依然是少

数民族，如果华人自身选票分散，如何能确保自己

的领袖如愿当选？也就是说，如果缺乏对整个华人

群体的认同，只局限于各地区的小集团利益，互相

争斗，得利的当然不会是华人自己。因此，有志于从

政的华人侨领们应该三思，不应该是“一个人是一

条龙，三个人是一条虫”，而应团结一心，共谋发展。

其次是华人整体形象问题。关于是否融入主流

的话题争论颇多，见仁见智。但有一点必须有清醒

认识，不能以保持族裔特色、维护多元文化为借口，

对本民族一些陈旧、不文明、不合现代法制精神、不

尊重当地文化传统的做法抱住不放，拒绝改进，从

而引来世人的指责和排斥。另外，华人积极参政是

好事，但有些方式让主流社会诟病。如纽约法拉盛

华埠，候选人暗中雇人甚至亲自出马撕对手竞选海

报的事屡屡发生。选举日渐进，法拉盛街头四五个

候选人在同一处拉票的情景多次发生，好几次发生

肢体冲突"-$ 。

种种有损华人形象的言行举止，虽只是少数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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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所为，但势必降低华人在各族群中的声誉和评

价，对华人参政之路极为不利，因为我们要争取的

不应该仅仅只是本族的选票，要努力在当地族裔、

以及其他少数族裔中树立我们华人良好的形象，以

争取更多的选票，从而增加当选的成功率。

再次，看似简单的语言问题。很多华人刚来本

地时还热心过英语的学习，但时间一长，收效不大

之后，逐渐麻木，开始满足于以华语为主，偶尔说少

量英语的生活。久而久之，他们的思维、视野、见解

仅仅局限于华人世界，读华文报纸、看华语电视、听

华人电台，对主流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、社会各

方面了解不够，对相关政策、措施、法令、规章、风俗

知之甚少，游离于整个社会之外。这对华人参政是

很有害的!"#。

我们应看到，参政不是少数华人侨领的事，如

果广大华人不关心所住国的政治运作、经济社会发

展，我们怎能选出真正能代表华人利益，同时又是

高素质、公正无私的华人领袖呢？我们也不能只满

足于选一两个华裔议员，而应充分运用我们的选举

权，选出真正无种族偏见、有智慧有才干的不同族

裔的政治家。如果没有这样的意识和紧迫感，我们

就永远谈不上与其他族群的所谓“平权”!$#。

最后，华人参政的主要障碍还来自于种族歧视

和偏见，由于一些国家的统治集团，从狭隘的民族

主义或其利益出发，尽管华人已成为当地国家的公

民，但仍受到种种的歧视和不平等的待遇，在政治

上不许华人组织政党或政治团体，不许担任部长以

上的官职，政府机关职员华族比例有一定限制；经

济上受到各种有形无形的限制、歧视和排斥；文化

教育上，采取各种限制，甚至完全取消华文教育，使

华人（华族）沦为“二等公民”、“二等民族”。这种歧

视和偏见也导致部分华人只忙于赚钱，不问政治。

普遍认为“政治与我无关”，因而投票不踊跃，捐资

助选不热心。

四、结束语

因此，在华人参政喜忧参半的过程中，我们应

看到其先天不足也应看到其后天失调。所以，在以

后的参政的过程中，北美华人应该注意的问题是：

加大“公民教育”力度，提高华人参政意识，变被动

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为主动参与，其中鼓励华人公民

参加投票是北美华人参政的第一要务；加强华裔之

间的团结和争取其他族裔的支持，共同组成强大的

集团，积极介入当地主流政治；充分发挥华人社团

在引导华人参政中的作用；针对华人参政失利的主

要原因之一是缺乏竞选资金的情况，鼓励华人合法

捐献政治资金，以支持在选举中胜算较大的华裔候

选人；候选人的参政理念、竞选政纲和做法都必须

更新，以便与选民之间达成良性互动!%&# 。

纽约《中报》的社论说：“任何族裔要在美国社

会求生存和发展，都要在政治上形成一股力量，才

不怕被人排斥。美国华人近年来在陈果仁案的影响

下，已越来越觉醒到政治参与的重要性，美华协会

及其他华人参政毕竟还是处在初步阶段。由于华人

还有祖国左、右派系政治的牵累，在地方上及全国

范围内要结成广泛的联盟，拥有相当的投票实力，

仍有待付出长期艰巨的努力，中间可能会有挫折，

不过，只要坚持不懈，积以时日，相 信 华 人 扎 根 美

国、参与政治、争取民权、提高华人社会地位的大目

标，一定能够一步一步地实现。”!%%#

综上所述，华人参政实在不是一句口号，一面

旗帜，它需要海外华人每个人都去认真想一想，想

想我们苦难的先驱和未来华人在异国他乡的前景，

我们真的不可以只是简单地活在这样一个空气清

新的国家，天上也不可能白白掉下馅饼，政治地位

的改变需要我们每个人从自身做起。正如美国第一

位华人市长陈李婉若女士指出，华人参政现在仍处

在婴儿时代。

北美华人参政，前途任重而道远，但我们可以

自信的说“龙在他乡要啸天”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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